
卵 巢 癌 号 称“ 女 性 杀 手 ”，患

者生存 3 年、5 年、10 年？杭州的马

丽砂坚持了17年零2个月。

去年 7 月，经历过多次复发的

她，没能撑过最后一次考验，腹腔感

染后医治无效离世。

几个月后，老伴张欣华带着 2 只

编织的“小毛驴”来到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一只送给浙大

妇院书记、院长吕卫国，一只送给肿

瘤科支部书记、护理部主任冯素文。

他说，“这一次虽然没能再次如

愿，（但）相信医疗队伍里只要有你

们的高超医术、医德传承，今后还会

出现更多的十七年。”

2002 年初夏，49 岁的马丽砂在

浙大妇院确诊为卵巢癌。当时，张欣

华顶住来自亲人的压力，选择了只有

37 岁、副高职称的吕卫国主刀做手

术。吕卫国没有让他们失望，尽量剔

除肿瘤的同时保留了直肠，这大大改

善了她接下来10几年的生活质量。

卵巢癌极易复发，马丽砂也不

例外。期间因为转移到其他部位，

一些非妇科问题需要到综合性医院

治疗，她辗转于多家医院手术、化

疗，但始终和浙大妇院肿瘤科支部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吕书记也继

续长期关心、关注着自己的病人，并

针对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不时地提出咨询意见和帮助。

“这些都是张爷爷发给我的微

信，汇报每次马阿姨的治疗方案、效

果，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也会咨询我

们的意见。”冯素文翻阅着这些年的

聊天记录，几乎每条发来的信息都

超过100字，积攒下来就成了马丽砂

的微型病历。而曾经年轻的主刀医

生吕卫国成了一院之主，但还是会

抽空回复张欣华发来的微信。

17 年，这个生存期限在浙大妇

院卵巢癌患者中名列前茅。正如张

欣华所说，“想起曾收治过一个热爱

生活，与病魔抗争了十七年的病患，

这应该是浙大妇院的骄傲。”

一天，张欣华搜出了妻子生前

亲手编织的小玩偶。这些玩偶，马

丽砂生前做过不少，甚至还拍过教

学视频，很受欢迎。

他说，他常与人谈起吕书记和

浙大妇院17年来的关心和关注，“这

种医患关系不收钱、不受礼，全凭高

尚 职 业 操 守 的 坚 持 ，真 是 难 能 可

贵。因为说到送礼，我突然想起可

以送他一件马丽砂留下的，我最欣

赏的‘小毛驴’作为纪念。”

于是，他就带着 2 只小玩偶来到

了浙大妇院，分别送给了吕书记和

冯素文。现在，“小毛驴”被珍藏在

他们的办公室里。

其实，夫妻俩还花了 17 年时间

送上了一份无形的“大礼”。张欣华

总念叨，妻子17年的治疗对临床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希望这些资料能指导

其他患者，延长她们的生存期限。

心怀大爱的他应该很乐于听到

一个好消息：肿瘤科支部即将推出

一个卵巢癌全程管理数字化平台，

将来会有更多马丽砂们的数据进入

平台，提高卵巢癌的诊治效果。

冯素文介绍，该平台将打造卵

巢癌一体化医院、示范中心、示范病

房、培训中心等，将数字化管理卵巢

癌的筛查、治疗和长期随访，还将提

供患者教育、患者自报提醒、随访定

期推送等功能，树立类似“孕妇学

校”的大品牌。

“除了卵巢癌，我们未来还会加入

子宫内膜癌、子宫颈癌等妇科肿瘤，实

施“一病一品”精致服务，实现妇科肿

瘤的全过程管理。”她说，随着大数据

的完善、医疗技术的提升，越来越多卵

巢癌患者能生存17年甚至更久。

本报记者 张冰清 通讯员 孙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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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妇院的党建工作亮点纷呈，每个支部结合自身特色分别创建品牌，并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各

项品牌活动，“杏林先锋大讲堂”、“清廉医院”主题党日活动、“粉蓝丝带”“粉红丝带”义诊活动、科普

宣讲团、科普宣教手册⋯⋯形式多样，机制创新，分工明晰，责任到位，既有妇院特色，也紧抓党建工

作重点核心。各支部妥善处理好党建与中心工作、业务工作的关系，做到了有机融合，彰显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了支部工作创新，形成了具有妇院特色的支部文化。党

建工作是医院薪火相传、发展进步的核心，各支部牢固树立“围绕中心促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意

识，牢记使命担当，履行好党建工作主体责任；主动作为创新，提高基层党建质量；合心合力合拍，推

动医院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兑现为妇幼健康保驾护航的承诺。

合心合力合拍，推动医院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品牌：关爱驿站

含义：结合科室临床实

际工作，多方面落实“关爱流

产 女 性 ，保 护 未 来 生 育 功

能”。关爱是结合计划生育的

流产后关爱项目，驿站是停留

休息更好地出发，保留生育功

能，更好地孕育未来。

浙大妇院计划生育支部

品牌：粉蓝丝带在行动

含义：“粉蓝丝带行动”，致力

于提高广大女性宫颈癌防癌意识，

普及防癌知识，呼吁广大女性主动

参与宫颈癌的三级预防，旨在达到

“治未病，促康复，保健康”的目的。

党员们同时也密切关注卵巢癌、子

宫内膜癌等妇科肿瘤疾病的防治。

浙大妇院肿瘤科支部浙大妇院肿瘤科支部

心语心语

浙大妇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吴瑞瑾

浙大妇院门诊 5 楼有一间不起

眼的小诊室，它由更衣室改造而成，

空间小到只能放下一张桌子和两把

椅子。坐诊的医护常年备着一包纸

巾，以便患者伤心哭诉时擦去流下的

泪水。诊室的门口贴着：人流避孕咨

询门诊。

这个门诊开设于 2018 年底，不

收取任何费用（包括挂号费），却享有

一对一咨询的私密体验，患者咨询的

平均时长甚至长于其他门诊。

浙大妇院计划生育科支部书记

钱志大说，这个咨询门诊是支部建设

的一个“关爱驿站”，为流产女性提供

了一个慰藉的港湾，“她们在这里短

暂停留、休息，再更好地出发。”

计划生育科支部党员朱旭霞副

主任护师年近退休，那些惊慌失措的

女孩们和她女儿年龄相仿，所以她们

很容易从她身上看到母亲的影子，

“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和妈妈说的事，

她们都会跟我说。”

朱旭霞也就像听女儿的恋爱故

事一样，跟着她们一起吐槽“渣男”，

教会她们自尊自爱，如何在恋爱中保

护自己。女孩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

时，她就默默端上一杯温水、递上一

包纸巾。

当然，她不是心理咨询师，倾听

只是她的副业。她最重要的任务是

向女孩们科普人流的副作用，详细介

绍各种避孕方式，避免她们的身体再

次受到伤害。

咨询结束时，她会送上免费的避

孕药、避孕套等避孕用品，“但我一次

只会给1、2个月的量，这样她们下次

再来领的时候，我可以检查她们有没

有用对，有没有副作用，出现副作用

时怎么克服。”

钱志大告诉钱报记者，随着国家

生育政策的转变，人流避孕咨询门诊

的工作任务也随之转型，“我们不仅

要科普人流避孕知识，还要帮助女性

合理安排生育间隔，保留生育能力，

更好孕育生命。”门诊中，不少意外怀

孕的女性在深入了解人流的风险后

改变了主意。

最近，朱旭霞给一年前来咨询的

王女士（化名）打了个随访电话，没想

到电话那头传出了婴儿的哭声，王女

士一边哄孩子一边告诉她：“我女儿

都生好啦！”

一年前，王女士拿着一张人流手

术的单子走进诊室。她已经有一个

2 岁多的儿子，这一胎是意外怀上

的。大宝年龄还小，自己工作压力又

大，她没怎么犹豫就决定拿掉，手术

单都开好了。

但术前，医生还是建议她到人流

避孕咨询门诊了解一下人流的影响，

也学一学避孕的知识。她这次意外

怀孕是因为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全程

使用避孕套，需要系统地补一次课。

交谈中，朱旭霞发现王女士有生

二胎的打算，只是不想那么早就生，

“我就把人流可能造成的并发症告诉

她，包括子宫出血、感染，月经量减

少、内膜异位等等，这些都会对她以

后的生育造成影响。”

王女士听完后，当下并没有什么

表示，但回家后和丈夫好好聊了一

次，最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2 个月

前，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凑了

一个“好”。

疫情期间，不少宅家的人意外怀

孕，人流避孕咨询门诊比往常还忙一

些，浙大妇院党委书记、院长吕卫国

多次来慰问。

朱旭霞开玩笑说：“吕书记，我们

这个门诊是免费的，没有给医院带来

什么效益。”吕卫国回复说，“你们没

有经济效益，但有社会效益，这才是

最大的效益啊。”

本报记者 张冰清 通讯员 孙美燕

这里不收挂号费，还常年备着纸巾
浙大妇院贴心小诊室，保护生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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